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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组织部
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常见问题指南
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。每

个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、小组或者其他特定组织。

每到毕业季，毕业生党员在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总会面临各

种问题。现将常见问题梳理如下，供毕业生党员学习参考。

一、组织关系应该转哪里？

问题 1:我找到工作了，党员组织关系应该转到哪里?

答：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

系管理工作的通知（组通字〔2015〕33号）》中规定：对已

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其工作单位建立党组织的，

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单位党组织。例如：中共四川省科

学城久信科技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、中共巴中市特种设备监

督检验所支部委员会等。

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，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

所在地或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

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例如：

中共自贡市贡井区非公企业第一联合支部委员会、中共泸州

市古蔺县永乐街道和平村支部委员会等。

问题 2:我工作还没确定，党员组织关系应该转到哪里?

答：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

系管理工作的通知（组通字〔2015〕33号）》中规定：对没

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可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

就读高校党组织，也可转移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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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，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
机构党组织。

对符合转出条件的原则上不保留组织关系在学校，如有

特殊情况可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，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２

年，期间，符合转出条件的应及时转出。

问题 3:我在民营企业工作，企业没有党组织，党员组织

关系怎么转接?

答：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

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》指出，要依托楼宇、园区、商圈、市

场或较大的企业，建设特色鲜明、功能聚焦的区域性党群服

务中心（站点）。现在非公企业、产业园区一般都有党群服

务中心，在企业自身没有党组织的情况下，建议毕业生党员

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入企业所在街道、园区党群服务中心，便

于就近参加组织生活。

问题 4:我现在工作暂未确定，居住地也不稳定，党员组

织关系该怎么转接?

答：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入常驻地或户口所在地党组织，

在工作变动期间，参考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

中流动党员管理办法，按照组织关系一方隶属、参加多重组

织生活的方式，在与组织关系所在地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同时，

积极主动就近参与社区、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各类党组织活动，

过好多重组织生活。待具备转移组织关系条件时，及时做好

党员组织关系转接。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

第三十二条规定，乡镇、街道、村、社区、园区等党群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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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应当向流动党员开放。

问题 5:考取本校研究生，党员组织关系应该怎么转?

答：考取本学院研究生的党员，由学院在“四川省党员

信息管理基础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内直接使用“内部

调动”功能，转接组织关系至对应党支部。考取其他学院研究

生的党员，原学院党委在“平台”内发起转出流程，党员到

转入学院报到后，转入学院党委在“平台”中接收组织关系。

二、组织关系转接时遇到以下情况怎么办？

问题 6:跨省组织关系转移怎么办?

答：跨省组织关系转移，需要先确认你的接收单位党组

织是否能与四川省使用的“平台”实现组织关系线上转接。如

能线上转接，则请接收单位党组织提供组织编码和规范名称，

由学院党委在“平台”中发起转接流程。如不能线上转接，则

请接收单位党组织提供开具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需要的介

绍信抬头和接收党组织名称，由学院党委开具纸质介绍信。

注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转接，党员本人一定要按照接

收党组织要求及时完成报到。使用介绍信转接组织关系的党

员，应在对方党组织接收组织关系后，及时将介绍信回执联

交回学院党委。

回执联示意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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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7:工作单位在四川省，但单位党组织说不能线上转

党员组织关系怎么办?

答：目前四川省内大多数党组织已在使用“平台”进行党

员组织关系转接，但仍有部分银行或保密单位暂未使用“平

台”。因此，对于未使用“平台”的单位，在转组织关系时仍应

使用纸质介绍信进行党员组织关系转接。

问题 8:居住地、户口所在地，都不愿意接收我的组织关

系怎么办?

答：中共中央印发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

例》规定：党组织不得无故拒转拒接党员组织关系。

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

管理工作的通知(组通字〔2015〕33号)》中明确:各级党组织

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，对在转移和

接收党员组织关系过程中推诿扯皮、无故拒转拒接，以及不

按规定回执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，上级党组织要批评教育，

及时纠正。

组织关系转接中，需要本人确认便于参加组织生活的目

的地党组织，再查看党组织关系转入基本条件，按要求提交

有关证明材料，若本人符合党组织关系转接条件，而目标单

位、户口所在地、居住地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毕业生党组织

关系转接手续，毕业生党员本人应及时向学院党委报告，同

时向其上一级党组织进行反馈。

问题 9:应届毕业生预备党员，组织关系转到哪里方便转

正?转入新支部后，转正问题会受影响吗，现支部不了解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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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办?

答：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规定，预备党员

预备期满，党支部应当及时讨论其能否转为正式党员。

认真履行党员义务、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当按期转为正

式党员；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，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，延

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，最长不超过一年；不履行党员义务、

不具备党员条件的，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。

在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时，需将本人预备党员档案

材料交到转入地党组织。无论是转入户口所在地、常驻地还

是用人单位党组织，只要预备党员本人按时交纳党费、认真

参加组织生活、按时提交思想汇报、转正申请等，一般不会

影响按期转正。同时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也

规定:基层党组织对转入的预备党员，在其预备期满时，如认

为有必要，可推迟讨论其转正问题，推迟时间不超过六个月。

转为正式党员的，其转正时间自预备期满之日算起。

因此，组织关系转接后，接收党组织如果需要一定考察

期，出现推迟转正半年的情况也不要太担心。预备党员转入

后，一定要与接收党组织密切联系，接受培养考察教育，配

合管理。

三、组织关系转接后应注意哪些问题？

问题 10：转接组织关系有时间限制吗？

答：无论是线上转接还是线下转接都有介绍信，只不过

线上转接时是在“平台”内生成介绍信，线下转接是印制的纸

质介绍信。介绍信都存在有效期，逾期便作废，省内转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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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一般为 30天，跨省转接有效期一般为 90天。

问题 11: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逾期未办理好组织关系转

移手续怎么办?

答：由于接收单位发生变动等客观原因，导致组织关系

介绍信逾期的，党员本人应及时与学院党委联系并说明情况，

学院党委可为其重新发起转接流程或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。

问题 12: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不及时转接，可能有什么

影响?

答：不按照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规定的时间办理党员组

织关系转移，是组织观念淡薄、组织纪律性不强的一种表现。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第九条规定，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

由，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交纳党费，或不

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，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。支部大会应当决

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，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。

问题 13:怎么查询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是否成功?

答：线上方式转出组织关系的，可在转入党支部或上级

党组织党务工作人员（党委或支部专门负责党的各项工作的

人员）处进行查询，每个单位均有相应的党员管理系统管理

员，管理员可在各省对应的党员管理系统上可以查看党员具

体转接完成情况。四川省内转接组织关系的成功与否，是以

“平台”内转接流程是否完成为依据。只要组织关系转接正常，

手续完善，都是能够转接成功的。

线下方式转出组织关系的，以学院党委收到回执联作为

组织关系转接成功的依据，同时毕业生党员要提醒转入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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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的党员管理系统管理员，录入自己的党员信息，确保及时

纳入党组织管理。

问题 14: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后，不自觉履行党员义务，

会有什么影响?

答：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后，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，

自觉履行党员义务、行使党员权利。

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规定:对党员不按

照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、不按时交纳党费、流动到外地工

作生活不与党组织主动保持联系的，以及存在其他与党的要

求不相符合的行为、情节较轻的，党组织应当采取适当方式

及时进行批评教育，帮助其改进提高。

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6个月以上、通过各种方式查找仍

然没有取得联系的党员，予以停止党籍。停止党籍的决定由

所在党支部或者上级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作出。停止党籍 2

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，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名。

问题 15:毕业生转移组织关系，有问题时能找哪些人进

行询问呢?

答：毕业生在转移组织关系时遇到问题，可向以下人员

进行询问:

1.向所在学院组织员、辅导员、党支部书记及相关负责

老师咨询事项。

2.向用人单位组织部门相关人员咨询。用人单位有无党

组织、单位党组织全称、能否转接党组织关系、单位接收党

组织关系流程、单位所在园区或街道能否转入、集团或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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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能否接收组织关系。

3.向街道或社区工作人员咨询。居住地街道能否转入，

转入前后工作要求（注意:是本人居住地，需要按时交纳党费，

参加组织生活）。

4.向人才交流中心或党群服务中心咨询。档案所在地人

才交流中心能否转入组织关系，私营小单位、互联网科技类

公司所在园区有无党群服务中心，能否转入组织关系，具体

转接流程。

5.向户口所在地党支部工作人员咨询。户口所在地党支

部名称，户口所在地接收条件与流程。


